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溫暖型、非溫暖型家庭的比例

溫暖型

家庭

62%

非溫暖

型家庭

38%

2011年家庭溫暖指數報告 

我的家庭真可愛，整潔美滿又安康， 

姊妹兄弟很和氣，父母都慈祥； 

雖然沒有好花園，春蘭秋桂常飄香； 

雖然沒有大廳堂，冬天溫暖夏天涼。 

可愛的家庭呀， 

我不能離開你，你的恩惠比天長。 

 
「甜蜜的家庭」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歌，對每個兒童來說，家庭應該是如此溫暖、和

樂又美好。然而，隨著現代生活的日益忙碌、社會價值觀的轉變，在現代孩子的心中，

「家庭」是什麼樣貌呢？ 

為了更瞭解台灣家庭的樣貌：家庭中的互動氣氛、溝通、情感聯繫狀況以及家長與

孩子間的互動情形，兒福聯盟文教基金會（以下簡稱兒盟）進行「家庭溫暖指數調查」，

於今年(2011年)1月3日至1月14日期間施測，以台灣本島五、六年級國小學童為母群

體，採分層隨機抽樣法，就台灣地區19個縣市（不含澎湖、金門、連江等離島縣市）

依母群體分布情形抽取受測小學，總計回收有效樣本 1,516 份，回收率高達 88.8%；在

98%的信心水準之下，抽樣誤差不超過3%。 

一、 三成八(近 21萬1)孩子感受不到家庭的溫暖 

 「很溫暖的家庭，勝過世上的任何東西」－六成二的家庭為溫暖型家庭 
 非溫暖型家庭：高壓型家庭(18%)、冰冷型家庭(13%)、忽冷忽熱型家庭(10%)、失

功能家庭2 

家庭應該是要為孩子帶來溫暖，也是孩子的避風港，但調查發現除62%孩子認同家裡是溫

暖的，另外三成八(38%)的孩子感受不到家裡的溫暖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依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，11-12歲兒童有 552,132人，故推估三成八為 209,810人（2011年.）。 
2由於一個家庭可能同時兼具兩種以上的家庭型態，因此溫暖型家庭、高壓型家庭、冰冷型家庭、忽冷忽

熱型家庭的比例加總超過 10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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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種家庭類型的比例

62%

18%
13% 10%

0%

20%

40%

60%

80%

100%

溫

暖
型

高

壓
型

冰

冷
型

忽

冷
忽
熱

型

這些非溫暖型的家庭在孩子眼中，是什麼模樣？「家像是隨時有可能引爆的炸彈」、「大

樓，大家都很遠」、「每個人之間都有一層玻璃隔著」、「像變色龍心情變來變去的」、「不

像一個家、家只是讓我睡覺的地方」⋯。從孩子對「我的家像什麼？」的形容，我們看到了各

種不同於溫暖型的家庭，包含：高壓型家庭、冰冷型家庭、忽冷忽熱型家庭；以及比例較低，

但令人憂心的「失功能家庭」。 

進一步彙整家庭各面向題目之數據，特殊家庭如：「高壓型家庭」、「冰冷型家庭」，「忽

冷忽熱型家庭」、「失功能家庭」的狀況如下。 

 兩成為「高壓型家庭」－我的家像壓力鍋、我的家像嚴格的教室、我的家像不定時炸
彈、我的家像關犯人的監獄、什麼都不能做⋯。「高壓型家庭」的比例接近二成(18%)。

在這樣的家庭中，孩子常常動輒得咎，處在隨時會被責罵的壓力之下，覺得自己猶如

住在監獄中；或是家中成人常常爭吵、打架，讓孩子感覺像是生活在隨時可能被引爆

的炸彈旁。 

 一成三為「冰冷型家庭」－我的家像大樓、大家都很遠，我的家像冰山，像住在海邊
冰冰冷冷的，每個人之間都有一層玻璃隔著，像流浪狗一樣被人冷落⋯。「冰冷型家

庭」的比例為一成三(13%)。可能是家長過於忙碌、沒有時間陪伴，而讓孩子覺得自

己被冷落，或是家庭的關係較為疏離，而讓孩子覺得自己住在一個雖大、卻冷冷清清

的家中。 

 一成為「忽冷忽熱型家庭」－我的家像變色龍心情變來變去的，我的家像忽冷忽熱的
熱水器，我的家有時像天堂、有時像地獄⋯。「忽冷忽熱型家庭」的比例為一成 (10%)。

孩子的父、母是「善變」且「易怒」的；家長的情緒起伏不定，讓孩子感到無所適從，

心情像是洗三溫暖一般。 

 「失功能家庭」－不像一個家、家只是讓我睡覺的地方，我的家像玻璃，很容易四分

五裂，隨時都要跟家人分開，連像家的感覺都沒有⋯。失功能家庭所佔的比例不高，

成因可能是家庭成員的關係衝突、破裂，連帶使得家庭所該具備的養育、照顧功能無

法發揮；或是家庭關係過於衝突，讓孩子心生恐懼、害怕待在家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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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歲兒童覺得「跟爸爸講話是容易的」之比例 
 男 女 平均 
斯洛維尼亞共和國 91% 87％ 89% 
荷蘭 90% 83% 87% 
瑞典 91% 79% 85% 
德國 82% 71% 77% 
英國 77% 66% 72% 
義大利 80% 60% 70% 
法國 72% 54% 63% 
台灣 63% 59% 61% 
美國 69% 52% 61% 
馬爾他(歐洲島國) 72% 48% 60% 
比利時(法語區) 65% 54% 60% 
HBSC平均   75% 

 

11歲兒童覺得「跟媽媽講話是容易的」之比例 
 男 女 平均 
斯洛維尼亞共和國 95% 95％ 95% 
瑞典 95% 94% 95% 
荷蘭 95% 94% 95% 
德國 92% 89% 91% 
義大利 88% 87% 88% 
英國 88% 87% 88% 
馬爾他(歐洲島國) 86% 86% 86% 
法國 81% 80% 81% 
美國 78% 77% 78% 
比利時(法語區) 76% 77% 77% 
台灣 72% 71% 71% 
HBSC平均   89%

二、 親子溝通要加油 

 「容易把煩惱告訴爸爸、媽媽」的比例居世界之末 
－爸爸的表現與美國並列倒數第三，媽媽的表現位居倒數最後 

    與世界其他國家相較，台灣的親子互動狀況又是如何呢？依據WHO(世界衛生組織)
學齡兒童健康行為的跨國調查(HBSC)3，在「家庭關係面向」部分，該調查以「把我的

煩惱告訴爸爸（媽媽）容不容易呢？」此問題作為該面向的指標。 
結果發現，僅有六成一（60.6%）的孩子覺得將煩惱告訴爸爸容易，七成一(71.3%)

的孩子覺得將煩惱告訴媽媽容易；不僅遠低於先進國家之平均值（爸爸 75%、媽媽 89%)
外，在與 40個先進國家相較時，覺得容易把煩惱告訴爸爸的比例與美國並列倒數第三，
覺得容易把煩惱告訴媽媽的比例位居倒數最後，此現象意謂台灣的親子溝通情形著實有

待加強。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＊上表節錄 40國家的資料；各國原始資料只有男童、女童的資料，無平均值，此處的平均值乃將男女比例平均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引自 HBSC(2006)，Health Behaviour in School-aged Children: a WHO Cross-National Study.：世界衛生組
織從事此調查已有 20年以上的歷史，已深深影響各國的健康政策，調查方式係抽樣 11、13、15歲兒童，
各 1500人進行調查。主題包括：家庭資源與結構、同儕互動、危險行為、身體健康、健康性行為、心理
健康、飲食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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媽媽通常幾點回到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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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親子互動不佳： 
--時間少(近半數孩子每天和爸媽聊天時間不到半小時) 
--品質差（七成四的孩子最常跟爸媽做的活動是看電視） 

為什麼台灣的親子溝通情形遠遠落後其他先進國家？進一步瞭解台灣家長 
與孩子實際的相處時間、互動情形，發覺到台灣家長與孩子相處的時間不足、互動品質

不佳的現象。 

 沒時間相聚－晚歸的爸媽 
 三分之一以上(34.9%)的爸爸或媽媽八點以後回家 
 近二成(18.9%)的爸爸通常 9點以後才回到家，逾一成(11.4%)的媽媽通常 9點以後
才回到家 

    首先，分析台灣爸媽的回家時間，結果有逾六成(61.8%)的爸爸、七成六(75.5%)的
媽媽通常能夠在七點以前回家；然而，進一步分析爸爸或媽媽，其中一人在八點以後回

家的比例為二成七(26.7%)，爸爸及媽媽皆八點以後回家的比例則有 8.2%；當這些爸媽
回家時，距離孩子的就寢時間只剩一、二個小時，與孩子相處時間寥寥無幾。 

    此外，有近二成(18.9%)的爸爸通常 9點以後才回到家，逾一成(11.4%)的媽媽通常
9點以後才回到家，可以想見，這些家長更缺乏機會與孩子們相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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孩子一星期中跟爸媽同桌吃飯的天數

在三天以下的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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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時間同桌吃飯 
 近三成八(37.6%)的孩子，一星期中跟爸媽同桌吃飯的天數在三天以下，較四年前
增加 22% 
隨著父母的晚歸，孩子能與家長同桌吃飯的天數也連帶受到影響：近三成八(37.6%)

的孩子，一星期中跟爸媽同桌吃飯的天數在三天以下，一個禮拜七天不到一半的時間能

一同用餐，嚴重影響親子關係。 
過去為了加強親子關係，曾有「爸爸回家吃晚餐」的運動，期待家長能夠更加重視

家庭時間，增進親子互動，但與四年前(2007 年)相較，該年約有三成一(30.7%)的孩子
一星期中跟爸媽同桌吃飯的天數在三天以下，隨著工時日益增加，家長越來越難與孩子

同桌吃飯。 

曾幾何時，家庭的價值觀已敵不過工作環境的壓力，以及長時間/超時工作的挑戰，
親子關係亮起紅燈。 
 
 
 
 
 
 
 
 
 

 沒時間傾聽－誰來聽聽孩子的煩惱？ 
 近半數(49.6%)的孩子每天和爸媽聊天的時間不到半小時 
 逾二成(22.4%)的孩子每天和爸媽聊天的時間不到 10分鐘 
進一步觀察爸媽與孩子共處時，會放下手邊的事情，專心跟孩子聊天多久呢？結果

發現，近半數(49.6%)的孩子每天和爸媽聊天的時間不到半小時，逾二成(22.4%)的孩子
每天和爸媽聊天的時間不到 10分鐘。倘若孩子每天能跟爸媽聊天的時間不到半小時，
甚至不到 10分鐘，要如何告訴爸媽自己的心事？而家長又如何瞭解孩子每天的生活？ 

 

 
 
 
 
 
 
 

一星期當中，和爸媽同桌吃飯的天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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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跟爸媽最常聊天,講話的話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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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侷限的親子話題－親子的聊天話題「成績/功課」、「管生活作息」的比例(35.6%)遠
高於「解決孩子的煩惱」、「瞭解孩子的興趣」(14.8%) 

除了親子互動時間不足之外，親子間的互動品質也欠佳。當進一步詢問孩子，最常

跟爸媽聊天的話題時，除了「學校發生的事」(45.6%)之外，爸媽最常跟孩子討論的事
情是「成績/功課」(22.2%)、「管生活作息」(13.4%)，兩者加總的比例近三成六(35.6%)，
遠高於「解決孩子的煩惱」、「瞭解孩子的興趣」兩者加總的比例(14.8%)，顯見爸媽重
視孩子的行為表現，遠勝過他們對孩子煩惱、興趣的關心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侷限的親子活動： 
 「看電視」的比例(74%)遠高於其他活動 
 親子共處活動的機會較 11年前大為下降，最多減少兩成 

調查顯示台灣親子聊天話題太少關心孩子的心理需求，而進一步觀察最常進行的親

子活動也有品質不良的問題；七成四(74%)的孩子表示「看電視」是最常一起做的親子
活動，此比例遠高於其他活動，甚至是比例第二高(45.2%)「逛街」的 1.6倍。「看電視」
是一項輕鬆、不費神的活動，但卻缺乏讓親子間彼此交流、相互瞭解的機會，使得親子

相處品質大打折扣。 

此外，比較 20004年與 2011 年的結果，許多親子活動的比例皆下降，下降最多的
項目依序為「逛街」（下降兩成）、「爬山露營」（下降兩成）、「看電影」（下降一成）。而

這些比例的下降，意味著近來親子活動的次數與時間，較 11年前明顯減少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千禧台灣兒童家庭溫暖指數調查報告（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，2000） 

35.6%

14.8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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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常和爸爸媽媽做的活動(2000年、2011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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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家庭溫暖指數平均73 

 台灣家庭屬於中等溫暖－平均為 73 

為了客觀呈現家庭溫暖指數，我們參考了家庭功能模式，選擇其中跟孩子關連性較

大的「家庭氣氛」、「溝通」「情感聯繫」三面向，用來呈現家庭溫暖指數現況。 

結果發現，在此三個面向當中，以「情感聯繫」面向的指數最高，達 80，表示家
長與孩子都能在家中充分表達自己的各種情緒；而「家庭氣氛」面向的表現最差，為

67，顯現家庭成員對於家庭的關心程度仍有進步空間，整體平均 73，呈現中等溫暖的
結果。 

 
面向 對應題目 指數 

我覺得家裡的氣氛很和樂 

我們全家會一起從事休閒活動 

爸媽會因為忙工作而沒時間陪我 

我的家人會一起討論事情 

家庭氣氛 

我覺得跟爸媽講話壓力很大 

67 

我覺得家裡沒有人肯好好聽我說話 

我們全家人常常會聊天，說說自己最近發生的事情 
在家中我常常莫名其妙就被罵 
當我有好的表現，大人會稱讚我 
一天當中，我和爸媽的聊天時間 
把我的煩惱告訴爸爸是容易的 

溝通 

把我的煩惱告訴媽媽是容易的 

7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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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覺得我的爸爸是？（複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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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覺得家裡沒有人關心我 
當我遇到挫折的時候，家人會支持我 
家人間有任何高興或得意的事，一定會彼此分享慶祝 
我們家人之間彼此都很親近 

情感聯繫 

家人的關係都冷冷淡淡的 

80 

五、 新世代孩子給爸媽的評價 

雖然親子互動溝通情形世界居末，家庭溫暖指數表現也平平，然而，在新世代孩子

的心目中，給爸媽正面評價仍然遠高於負面評價；且給媽媽的正面評價遠多於給爸爸的
5。 

☺正面評價－「可靠的」爸爸、「溫暖的」媽媽 
    詢問孩子「覺得自己的爸爸、媽媽是什麼樣子？」逾半數孩子給爸爸的形容詞依序
是「可靠的」(70.6%)、「尊重我的」(58.1%)，逾半數給媽媽的形容詞前三名依序是「溫
暖的」(72.1%)、「體貼的」(66.9%)、「溫柔的」(66.6%)。爸爸與媽媽各自從不同的特質，
展現他們對孩子的正向影響力。 
 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負面評價－「嚴肅的」爸爸、「嘮叨的」媽媽 

而在負面評價的項目中，孩子給爸爸的形容詞依序是「嚴肅的」(29.9%)、「善變的」
(21.6%)、「沒耐心的」(19.6%)，給媽媽的形容詞依序是「嘮叨的」(33.5%)、「善變的」
(28.8%)、「嚴肅的」(19%)。「善變與易怒」是爸媽共同都有的特質，可能與現代生活步
調快速、壓力沈重有關，使得爸爸、媽媽常不經意對孩子失去耐心，讓孩子覺得爸媽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媽媽正面評價形容詞的比例大於 50%者有 6個；爸爸正面評價形容詞的比例大於 50%者有 2個。 

單位:% 單位: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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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覺得我的媽媽是？（複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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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覺得無法達到爸媽的期望

經常如此

19.7%

偶爾如此

45.7%

從未如此

20.0%

總是如此

14.6%

我覺得我的爸爸是？（複選）

29.9
21.619.6 19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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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緒時好時壞、變化不定。而兩相比較之下，爸爸似乎呈現出較為嚴肅且沒耐心的樣貌，

而媽媽則是過於嘮叨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六、 孩子需要更多肯定 

 望子成龍、望女成鳳－每 3個孩子就有 1個覺得無法達到爸媽的期望 

現代父母生育的子女數較少，能夠投注在孩子身上的各種資源也較從前多出許

多，在競爭日益激烈的環境下，現代父母對於孩子的期望提高，三成四(34.3%)的孩子
覺得自己總是或經常無法達到父母的期望，現代孩子背負著「望子成龍、望女成鳳」

的壓力，令人相當不捨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表達支持、肯定、願意陪伴，就能讓孩子覺得感動 

從「最讓孩子感動的一句話」，可以看到孩子渴望著關心、支持、讚美與肯定。時

時讓孩子感受到關懷，體會到無條件的愛與接納，即便他們只有一點點進步時不吝於肯

34.3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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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多給他們一些空間休息，在困難中支持他們，讓他多花一些時間陪伴他們，以及肢

體的擁抱，都能幫助親子關係大為加溫。 

「爸爸、媽媽或照顧我的人對我說過，最讓我感動的一句話」： 
◎我愛你 
◎不管怎樣, 我們都會關心你 
◎分數並不重要, 重要的是你盡力了/功課不好沒關係,你有盡力就好 
◎加油!我支持你        
◎加油你最棒了 
◎不管發生什麼事，你永遠都是我最心愛的寶貝 

◎今天表現的很好       
◎我以你為榮 
◎今天休息, 我們可以出去玩 
◎只要你快樂就好       
◎常常關心我 
◎只要妳好,就好了,我什麼都可以/再累也沒關係 
◎叫我早一點睡/先睡覺,評量改天再寫 
◎在學校你竟然敢抱我, 我好感動喔 

七、 呼籲：「愛孩子 333守則」 

今年的兒童節是自民國 91年後，首度重新恢復兒童節放假的日子，藉此來凸顯我
們對於孩子的重視。除了放假慶祝之外，期待家長能夠一起推行「愛孩子 333守則」，
更呼籲企業踴躍加入「週三爸媽不加班運動」，讓雙薪家庭的孩子們，擁有更多與父母

相處的時間，也讓我們的家庭溫暖指數能夠更為加分！ 
 

♥擁抱 30秒 

擁抱是一種肯定孩子的身體語言，更能拉近親子間的距離。在擁抱的同時，也別忘了給

予孩子正面的稱讚與鼓勵。 

♥傾聽、陪伴 30分鐘 

孩子今天的心情好嗎？在學校發生了什麼事？陪孩子說說話、讀一本書…，在大人忙碌

的時間表中，別忘了每天至少空出 30分鐘，專心陪伴孩子、與孩子相處。 

♥週 3不加班 

孩子的成長不容等待，除了繁重的工作，找一天早點回家陪孩子吧！一起吃頓晚餐、一

起寫作業，在睡前陪他聊聊天。兒盟邀請企業加入推廣「週三爸媽不加班運動」，支持

雙薪家長更多親子互動的機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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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各類型家庭定義一覽表 

類

型 
對應題目 百分比

定義及

其所佔

比例 

孩子的描述－「我的家像什麼？」 

我覺得家裡的氣氛很和樂 68.7% 

我的家人會一起討論事情 55.4% 

我們全家會一起從事休閒活動 46% 

我們全家人常常會聊天，說說自己最近發生的事

情 

53% 

當我遇到挫折的時候，家人會支持我 65.2% 

家人間有任何高興或得意的事，一定會彼此分享

慶祝 

61.8% 

溫

暖

型 

我們家人之間彼此都很親近 74.4% 

(7題中

選擇4

題以上

的比例)

62% 

◎很溫暖的家庭，勝過世上的任何東西、像

暖氣一樣很溫暖、像暖器溫暖我的心、像暖

爐一樣溫暖、溫暖的太陽、溫暖的毛衣、溫

暖的棉被、溫暖陽光、溫暖溫室、溫暖愛心

◎城堡、打不破的堡壘、巨大巨人保護我們

◎美麗的花園 ◎快樂的天堂、很棒的天堂 

◎避風港、緊緊的飯團 

◎遊樂場、玩具店 

◎像一台機器，少一個零件都不行 

我覺得跟爸媽講話壓力很大 23.7% 

在家中我常常莫名其妙就被罵 17.6% 

高

壓

型 我覺得爸媽管我太嚴了 27.9% 

(3題中

選擇2

題以上

的比例)

18% 

◎不定時炸彈、隨時有可能引爆的炸彈 

◎像母火雞一樣吵  ◎三國時代的戰場 

◎壓力鍋  ◎嚴格的教室 

◎像關犯人的監獄、什麼事都不行做的家 

◎打人家庭、天天吵架 

家人的關係都冷冷淡淡的 8.1% 

我覺得家裡沒有人肯好好聽我說話 17.5% 

爸媽會因為忙工作而沒時間陪我 19.6% 

冰

冷

型 

我覺得家裡沒有人關心我 8.9% 

(4題中

選擇2

題以上

的比例)

13% 

◎冰山   ◎像流浪狗一樣被人冷落 

◎大樓, 大家都很遠 

◎像住在海邊冰冰冷冷的 

◎每個人之間都有一層玻璃隔著 

◎冰冷無情、冷冷清清、冷漠的家 

我覺得我的爸爸是「善變的」且「易怒的」 5.2% 忽

冷

忽

熱

型 

我覺得我的媽媽是「善變的」且「易怒的」 6.6% 

(2題中

選擇1

題以上

的比例)

10% 

◎忽冷忽熱的熱水器、像變色龍心情變來變

去的、有時冷淡有時溫暖、有時天堂有時地

獄、有時快樂有時冷漠，有時哭有時笑、有

時會溫暖有時很緊張、忽冷忽熱捉摸不定 

失

功

能

型 

我的家像什麼？ 較少不

適合呈

現比例

較少不

適合呈

現比例 

◎鼠窩、狗窩、難民區（因為家裡很多衣服）、

垃圾場、動物園 

◎地獄，恐怖、不想住 

◎不像一個家、家只是讓我睡覺的地方、連

像家的感覺都沒有 

◎玻璃,很容易四分五裂、隨時都要跟家人分

開、像鳥來來去去、破碎無法挽回一家人幸

福的模樣 

 


